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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深地 眷恋着 眷恋着

秋的辉煌璀璨

春夏秋冬 云聚云散

既然 躲不开离别时候

我愿 能对您潇洒挥手

我愿 静静地

化成一首首多情的诗篇

吟诵着 吟诵着

向您倾诉深深的爱恋

我愿 欣然地

化成一片片多彩的精灵

旋转着 旋转着

为您点燃一季的绚烂

我愿 微笑着

化成一只只火红的蝴蝶

飞舞着 飞舞着

为您跳动着青春的舞步

我愿 坦然地

化成一幅幅斑斓的画卷

描绘着 描绘着

为您挽留久远的怀念

我 飞舞着 旋转着

一片片飘落

留下 最美的笑靥

也留下 无尽的思念

让阳光点燃爱的希望
●吴占国

让阳光点燃爱的希望，

让爱心充满心间。

让笑容挂满那长满褶子的老脸，

像少年一样在校园中疯玩。

忘掉你的年龄吧,

因为你的职业使然，

拥有一颗童心吧，

因为这是职业馈赠你最珍贵的资源。

摘下那挂在墙上的彩绳，

像孩子们一样蹦跳着享受音乐的动感，

收起那颗不老但又枯朽的心吧，

课堂将让你永远笑容灿烂。

业余时间踩上那不算太旧的单车，

在咱们秀美的大汝州随处转转。

这是大自然的馈赠，

是新时代盛世的变迁。

看不够那奇花异卉争奇斗艳，

听不尽那豫剧曲剧铿锵缠绵。

那悠长典雅的二胡曲如呜咽山涧的幽泉，

时代的主旋律呀，你总是激昂磅礴直冲云天！

如磬如玉的汝瓷，晶圆玉润，如雨后青天，

神奇难觅的汝石，如诗如画，色彩斑斓。

在中大街古玩店去看一看那一片片传说中的汝瓷薄片，

你会发现那古老的历史，并不遥远。

在汝河中漫步，留心脚下，

因为这里有瑰宝汝石在清波中长眠。

找个冬阳充足的滨水湖岸，

去细品铁观音的韵，唐诗宋词的雅，

欣赏那清波荡漾的水面，

让智慧的灵泉喷涌心间。

带上那贴心的小棉袄，

邀上好友到儿童乐园去感受那天真烂漫的童年。

到风穴寺去欣赏那恢宏的古建，

触摸那千年的历史文化沉淀，

点上一炷清香，

让金碧辉煌的大佛，

遣散心头久久淤积的愁烦。

去夷园，

静享园中那沧桑古朴的庄严，

祭拜诗人，

吟诵那流传千古的诗篇。

生活当然会有无尽的无奈和劳烦，

广袤博大的家乡处处阳光灿烂

怎能有消不完的愁和烦？

片片红叶情
●孙利芳

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有收获，但是，每一

次收获都必须努力。而每一次收获，都是一场

盛大的花开。

从小到大，都喜欢看闲书，以为只是个爱

好，并不能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什么实惠，没想

到一看就是几十年，硬生生把自己弄成一个

别人口中的书呆子、自己谋生的文字工作者。

其中的幸或不幸，只能自己体会。

记得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大量的业余时

间摆在面前。同事中有人惊喜万分，整日沉迷

于打牌、玩游戏，把每个夜晚和周末都挥霍一

空。有人开始寻觅爱的伴侣，青春的荷尔蒙在

谈情说爱中激情燃烧。原本性格沉寂、不爱喧

闹的我，在迷惘中不知该如何打发孤寂难耐

的余暇时光。面对未知的明天，我懵懵懂懂地

摸索着，开始练笔写作，不为发表，只为在容

易迷失的岁月中安慰自己，充实自己。当时只

是喜欢这样打发业余的时光，至于以后怎么

样，自己并没有心思多想。

喜欢读书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写作的

梦想，那诗文歌词的优美，字里行间的深意，

都让人忍不住在阅读的空暇用笔去抄，去写，

去模仿，去评论。酷爱读书的我也不例外，上

学时就抄满好几本日记本，什么格言、警句，

优美的古诗词，甚至流行的歌词，都让我爱不

释手。抄写的多了，有时也会有感而发，随手

涂鸦。那时的写作还算不上写作，没有成形的

作品，只是断断续续的一些废话。

日子如流水般匆匆而过。

接下来的日子，倒没有发生什么不同寻

常的事。只是几年后的一天，我猛然发现，自

己的存书多了起来，枕边、茶几、床头堆得满

满的，竟然到了无处摆放的地步。便托人找来

一个简易的书柜，这一整理，竟是满满的一柜

子，心里莫名爽朗起来。

时光飞逝。我继续进行着自己的爱好。期

间不断动笔写点随笔、随心的文字，几年下来，

竟厚厚地写了好几本。尝试着在报纸杂志上发

稿，没想到一投便中。发表的作品多了，兴奋之

余，到一家新闻单位应聘，没想到单位领导看

了这些发表的作品后赞不绝口，满口答应下

来，从此便由“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

我终于明白，每个人的每一次仰望，都是

为了梦想。

每一次努力，未来都能看得见。所期盼的

结果，未来都会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

给予馈赠。

在新闻单位干的时间长了，写起东西来信

手拈来，出手成章，看到从自己笔下流出的文

字变成铅字，竟然让小小的成就感充盈心田。

以至于后来几年，辗转到省城、京城从事新闻

工作，竟然充满自信，镇定自若，毫不怯场，一

挥而就写出的文字竟然与高手相比毫不逊色。

从此我认定了，这就是我要走的路。

我坚持着内心的梦想，坚持着最初的初

心，一如既往，在清晨写字、在夜晚写字。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笔下的文字已经走过了季节

的路口，在向着有光的地方，缓慢的，却坚定

的，前进着。

我喜欢文字，不容置疑地喜欢着。

这个世界有太多虚假的东西，而我觉得

有属于自己的文字，拥有得很真实，很快乐从

此我明白一个道理。

生活不是一次博弈，每一次努力更不是

走过场，今天很多的努力付出，未必都能有所

收获。但每一次的努力，未来都能看得见。即

使到了秋天长不出果实，但既然播撒了希望

的种子，生活中便有期待，成长的土壤里，也

会生根、发芽，这些悄无声息的转变，尽管会

被忽视掉，但未来能够看得见，并在合适的时

间给我们带来惊喜。

其实每个普通人的梦想都没有那么伟

大，只是因为喜欢，我的爱好在这里，我的文

字在这里，我的心，就在这里。

套用一句非常有名的鸡汤：今天的你，会

感谢曾经拼命的自己。

每一次努力都不是走过场
●李晓伟

每次读《老子》，都深陷那种空虚清灵、

静谧和谐、无忧无虑、自然萌灭的生灵微妙

意境。由此幻想自己有一天，能够找到一方

沉淀心灵的净土，脱离世俗羁绊，着一袭青

衫，一架古筝、一面羽扇相随，任由草履踩踏

着露水欲滴的青草，失却了方向，穿行在山

水之间，穿行在云雾之间，累了，遂乘一叶扁

舟迤逦而下；渴了，饮一腹山泉；饿了，有野

果传香。

行走戴湾，就是这样的感觉。

空中，蓝缎子一样的天，衬托着棉花一样

柔软的云；棉花一样柔软的云，点缀着平平整

整的天。这个美妙的组合，在潺潺的玉带河水

里，是飘动的一帧油画；在一汪碧水的青龙潭

里，是天王打开的一页美篇。

碧蓝的潭水，多姿的溪涧，氤氲的烟云，

起伏的山谷，繁茂的树林，梦幻的田野，掩映

的农舍，时鸣的土鸡，宛若《诗经》中的一方乐

土，让你的隐世之梦触手可及。

没有一点虚夸的成分，这里真的是一方

无忧无虑的钟灵毓秀之地。当我第一次从村

书记高院学口里听到那么多神奇的故事，就

有点穿越的感觉，因为这些故事亦真亦幻，既

有神话传说，又有活生生的人事佐证。

何况，当时我正站在青龙潭旁，夕阳即将

沉入西方的山谷，不远处青龙山见首不见尾，

树林里云雾缭绕，鸟儿都像精卫一样只闻其

鸣不见其身。

那青龙，嘴儿扎进安坡寺水库的碧水里，

正在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甘醇的泉水，那象征

着龙之威严的獠牙，有两三米长，半截显露水

面，岸边不远处，高昂的龙头上，青黑色的巨

大眼窝，圆睁的左眼，清晰可辨，似乎一边在

喝水，一边在观察着周围的动向。而它的庞大

身躯，则悠哉悠哉地俯卧在莽莽大地之上，把

身子自由放开而扭动着，仿佛一个吃奶时手

脚不安分的婴孩。

这巨龙，自西北转向东南，再折而向西

南，绵延十华里之外，形成一个罗圈状谷地，

一条玉带河依山环绕，河水两岸，依次分布着

戴湾新村、戴湾村、河东自然村、河西自然村、

河南自然村、樊家自然村、半西村、半东村等，

这山岭蜿蜒至田河村附近的白龙庙沟，有长

年清澈甘洌的白龙泉发源而来。

这条山岭，是一个分水岭，岭东边是小屯

镇，岭南是宝丰县的观音堂镇。一岭分三镇，

半山隔两县，自然造化不可揣摩。

有青龙之地，必有玄武伴随，此为自然巧

妙之布局。在戴湾村上游的玉带河两岸，分布

着五只惟妙惟肖的石龟，大的有十几亩地，小

的只有四五平方，虽大小不一，但形态逼真，

令人观后不禁叹服。

五只石龟，三只分布在玉带河北岸，两只

分布在玉带河南岸，有的在爬向水岸，一副急

于喝水的样子，有的昂首望着青龙，仿佛依附

青龙王者的样子，有的低头伏在地上，似乎沉

入梦乡。

这神奇的组合，似乎在预示着一种不可

猜测的神秘天机，又仿佛与青龙一起庇佑着

这个美丽的地方。

龙与龟，在古代传说为四灵之物。《礼记·

礼运》说：“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麟为百兽

之长，凤为百禽之长，龟为百介之长，龙为百

鳞之长。

龙是神话中善变化、兴云雨、利万物的神

异动物，为四灵之首。当年曹操与刘备煮酒论

英雄时将龙比作世间的英雄：龙能大能小，能

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

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在漫

长的岁月中，龙逐渐成为皇权的象征，历代帝

王都自命为龙。

龟是四灵中唯一真实存在的动物，有预知

未来的灵性，远古时期，每当重要活动，都会有

巫师烧龟甲，然后根据龟甲上爆裂的纹路来占

卜吉凶。同时龟也是健康长寿的象征，许多人

取名字时，也愿意用上“龟”字，寄托美好之心

愿。

中国古代神话中最令妖邪胆战且法力无

边的四大神兽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玄武

亦称玄冥，龟蛇合体，为水神，居北海，是代表

颛顼与北方七宿的北方之神。

青龙、石龟，这代表着奇异与灵性的神

兽，竟然能在戴湾组合而现，不能不让人赞叹

大自然的造化之妙。

神奇的地方，必然孕育杰出的人才。

在戴湾村村志中，记载了历史上不同凡

响的三位人物：明朝镇京总兵肖守合、清朝嘉

庆年间贺武举、民国高级将领戴民权。

镇京总兵肖守合，生于公元1378年，卒于

1442年，原籍戴湾村张湾自然村，明朝万历年

间任镇京总兵。据载，肖守合生活简朴，胸襟

开阔，文武双全，体察民情，秉公执政，被当地

民众称赞为肖青天。原有明朝兵器月牙斧存

留后代家中，1958年丢失。他的墓葬就在家

乡，建造奇观，1970年被盗墓贼破坏。传说当

时肖总兵在张湾村的玉带河南岸有20亩后花

园、40亩地跑马场。

贺武举，清朝嘉庆年间人士，生于1791

年，卒于1820年。原籍戴湾村张湾自然村。他

从小就天资聪明，勤学苦练，读书非常用功，

而且力大无比，23岁考中武举人。

戴民权一生毁誉参半，是一位有争议的

历史人物。戴民权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高

级将领，曾参加过讨伐陈炯明、营救孙中山的

战斗，并于1931年在固始两次击退红军的进

攻。先后任第十集团军第四十五师师长、第三

十九军副军长，后兼豫南游击队第五纵队司

令。1940年5月戴民权奉命于遂平县境内截阻

日军，壮烈殉国，时年48岁。

戴民权在家乡兴办了半扎私立民权中心

完全小学，并捐500亩地、一盘水磨，大旱之年

在半扎发放万斤粮食救济乡民。其在半扎古

街的私宅戴公馆迄今保存较为完整。

这三位风云人物，老家都在河南自然村，

而且相距不远。更为神奇的是，在玉带河北

岸，有两只石龟正好昂首望着这三位风云人

物的老宅。

如今这些戴湾村的风云人物，仿佛清清

的玉带河水，流淌在戴湾人的记忆里。而延续

不绝的神奇故事依旧在真实地发生着，就像

眼前触手可及的潭水。

水因天地的造化而潮起潮落，玉带河平

缓时如高雅上士，而发威时却雷霆万钧。在戴

湾村有独特的六姓家族，据传都与洪水有关。

据传，历史上玉带河曾多次爆发山洪，而

殃及周边村庄。现在村部西侧的大石桥，曾被

冲垮过不知多少回。高院学笑着说，这个大石

桥很是奇怪，只要修建一次，必会爆发一次洪

灾将石桥冲垮。后来经风水先生指点，村里从

外面请回一姓乔的人家住到桥东头，说来也

怪，自此石桥再没被冲垮过。

河东自然村有薛姓人家，与李姓人家相

邻而居。有一次发大水，薛姓人家的房屋安然

无恙，而隔壁李姓人家的房屋却被冲毁。后来

村民似乎悟出了其中的玄机，原来“薛”字音

被念转后为“楔”，“楔”住了大水，自然大水无

法施威；而“李”与“离”同音，自然难逃一劫。

更奇怪的是，姓薛的人家户主就叫“薛大水”，

儿子后来起名叫“薛群”，孙子起名叫“薛保

平”。这些人现在都还在河东自然村居住。

而其他的兰姓、陈姓、高姓，据传都与阻

拦洪水、躲避洪水有关，这些亦真亦幻的坊间

故事更为戴湾村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这样一个优雅宁静而神奇的所在，宛若

一位披着五彩霓裳的仙子，无关风花雪月，无

关斗转星移，无关沧海桑田，无关世间寒暑，

依旧散发着梦一般的沉香，依旧吟唱着诗一

般的乐章。甚至，在崭新的岁月，更加袅娜与

妩媚。

我行走在青草绵软的玉带河畔，我漫步

在碧水依依的青龙潭边，仿佛行走在汗青的

卷页里，那一粒粒鹅卵石，幻化成一个个汉

字，摩挲着我的脚底。那天上的云儿，仿佛是

从盘古开天的远古飘飘而来，装扮着无尽的

苍穹。而那一丛丛树林，那一间间农舍，仿佛

是女娲用柳枝蘸着泥水随意抛下的点点风

景。

不远处的戴湾村，在落日的余晖中，房舍

若隐若现，显得更加神秘不可揣度。此情此

景，多么像《老子》里所描述的那样：天下万物

生于有，有生于无。

由此想到，在这些农舍背后，必定萌发着

一股蓬勃的力量。我把我的想法告诉身边的

村书记高院学，这位明星村的领路人，他哈哈

一笑，未答。

他的笑声，穿越静静的青龙潭，回响在青

龙山的崖壁上，铿然萦绕。

亦真亦幻的戴湾，让我不思归矣。

游戴湾 不思归
●虢郭

刊副池杯流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沉浸在学习中的我

们，丝毫没有感知一个特大的惊喜会在今天发

生。

下午第二节课，数学老师正在用那浑厚的男

中音讲解着单调的数学课，教室里有点沉闷。突

然一阵停车声传进了教室。我们的心都不自觉地

被吸引过去。我想：如果数学老师不在，同学们肯

定会争先恐后地窜出教室，去看看校园里到底发

生了什么事情。

这时，班主任吴老师眉开眼笑地走进教室，

发布了一道命令：“请同学们带好凳子，排好队，

有秩序地到操场上集合!”同学都满腹疑惑地你望

望我，我望望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好懵

懵懂懂地按要求跟着老师来到操场。当看到教学

楼前边的舞台和正在化妆的演员时，同学们才恍

然大悟，原来是看戏呀！顿时人群中迸发出一阵

愉快的笑声。

我们坐在指定的位置，静静地等待着戏剧开

演。

演出开始了，第一部戏剧是反映留守儿童

的现代戏：爸爸妈妈都出去打工了，真真和爷

爷一块儿在家生活。有一次她从外边归来，当

爷爷看到她全身湿淋淋的时候，因误认为她私

自下河游泳，就不问青红皂白把她关进黑屋子

里。老师来看望真真。爷爷实在拗不过老师，只

好把真真放了出来。经过真真的一番解释，爷

爷知道真真不是出去玩，而是去学雷锋做好事

了。当听到老师说已经在家乡给爸爸妈妈找了

一份工作，爸爸妈妈再也不用外出打工时，真

真高兴地跳了起来。

戏剧中，爷爷幽默诙谐的表演，逗得同学们

哈哈大笑，但真真思念妈妈的痛哭声，也让同学

们伤心地泪流满面。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留守儿童

的心酸和无奈。

接下来我们又欣赏了《包公案》、《花木兰》等

戏剧的精彩片断。舞台上精彩的表演、华美的服

装、犹如天籁般的音乐感染了全体师生，大家都

沉浸在这美妙的戏剧

中，不知不觉，到了谢

幕的时候。

记忆的星空中，

又添加了一颗灿烂的

新 星———戏 剧 进 校

园。

戏 剧 进 校 园
上河小学五一班 程宝莹 辅导老师：吴占国

韩
子
正
作


